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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技 术 经 济 学 会（Chinese Society of 
Technology Economics，简写为 CSTE）是全国技术
经济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
性法人社会团体，是中国科协直属学会之一。中国技
术经济学会成立于 1978 年，宗旨是探索科学技术转变
为生产力的途径和方法，研究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
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创业
分会成立于 2018 年，是创新创业领域的学术性组织。
分会聚集了国内创新创业研究的前沿学者，聚焦繁荣
技术创新创业学术研究与交流。分会设立技术创新、
技术创业、精益管理、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创新创业
教育等专委会。第一届理事会联执理事长为雷家骕、
葛宝山、张玉利，秘书长为王玲、马鸿佳、杨俊。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技术创新创业分会简介

PRO FILE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科，本科教育始于 1978 年，企业管理二级学
科博士点具有 20 年历史，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 10 多年历史。2016 年获
批浙江省 A 类一流学科，2017 年成为浙江省唯一重点建设的工商管理优势
特色学科，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战略共建学科。学科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CAMEA 认证 )、AMBA 认证和 BGA 金牌认证，连续 8 年
获准 ACCA 白金级会员。2022 年在软科最好学科排名第 15 位，学科实力
居前 5%。

学科聚焦浙江省“两个先行”的战略需求，开展跨领域、跨学科、跨学
院、跨学校的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优势特色明显提升、建设成效显著。近
5 年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 1 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0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80 项，
亚洲产业合作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130 余项；发表 UTD24、FT50、
ABS 四星、《管理世界》论文数十篇。主持及参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
奖 1 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教学成
果奖 8 项；在重要窗口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数字化改革等国家和浙江省的重大实践领域，5 年获得国家及省部级领导肯
定性批示 100 余份。

作为工商管理学科的主建学院，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现有工商
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企业管理、技术
经济及管理等二级学科博士点 2 个，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应用心理、
MBA（工商管理硕士）、MPM（中加合作培养项目管理硕士）等硕士点 5 个，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等本科专业 4 个，全部入选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学院拥有王永贵教授、陈衍泰教授等领军人才，共拥有国家级人才等
10 人次，包括国家杰青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 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 人，宣传部“四
个一批”文化名家 2 人，国务院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教育部工商
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1 人。学院还拥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 人，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霍英东青年
教师奖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 人。学院聘任浙江省特
级专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重鸣为名誉院长，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
书记王挺革为实务院长。

当下，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工商管理学科正步入发展快车道，
以卓越学科建设为龙头，以面向数智时代的人才培养为中心，实施数字 + 工
商管理学科建设战略，推进与人大商学院深度合作，开展有组织研究、勇攀
科学研究新高峰，致力于服务国家和浙江发展重大战略。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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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组 织
│会议主题│

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创业新动向

│主办单位│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创业分会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创新与管理研究院

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创新与服务型制造研究中心

│期刊支持│
《南开管理评论》 《科技进步与对策》 

 《商业经济与管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会议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  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

│联  系  人│
刘老师：电话：0571-28872365　手机：18668213110

会务邮箱：zjgsu_glxy20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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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会议信息：

1. 报到时间和地点：
　11 月 11 日 14:00-21:30    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大堂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 5 号大街 297 号）
　11 月 12 日 08:00-08:30   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2. 会议时间：2023 年 11 月 12 日 -11 月 13 日

3. 住宿地点：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或周边酒店

4. 会议用餐地点：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限嘉宾和缴纳参会费者）

5. 开幕式、闭幕式：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报告厅

温馨提示：
1. 为确保会议秩序，进入会场前请将手机关闭或置于静音状态。

2. 请参会嘉宾注意退房时间。

3. 外出活动请注意安全，早晚注意防寒保暖。请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4. 会议期间杭州市天气预报：
     11 月 11 日：阴      　12℃ -16℃
     11 月 12 日：小雨      07℃ -14℃
     11 月 13 日：小雨      0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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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2023 年 11 月 12 日（周日）上午

地点：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报告厅

开幕式 08:30-08:40
校领导致辞

主持人：俞荣建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 院长

合影

主旨报告（1-3）    08:50-10:20
主持人：俞荣建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 院长

08:50-09:20 主旨报告 1：乡村振兴中的创意开发与产业
 雷家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09:20-09:50 主旨报告 2：乡村振兴中的文旅创业逻辑
葛宝山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09:50-10:20 主旨报告 3：知识产权的新形态：制度演进与实证分析
张米尔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20-10:30 茶歇

主旨报告（4-6）   10:30-12:00
主持人：孙元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 党委书记

10:30-11:00 主旨报告 4：推进返乡创业系统重构的思考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11:00-11:30 主旨报告 5：以绿色创新创业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李华晶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30-12:00 主旨报告 6：乡村振兴中数字化创业的生态研究
王吉斌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创新管理专委会

12:00-13:30 午餐
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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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2 日（周日）下午

平行分论坛  （14:00-16:30）

场次 分论坛名称 主持人 点评人 地点

1 分论坛一 吴俊杰 葛笑春 国际会议中心一楼展厅

2 分论坛二 徐　蕾 王　真 国际会议中心 101

3 分论坛三 李春友 缪沁男 国际会议中心 210

创新创业期刊主编面对面  （16:30-17:30）
主持人：李靖华  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创新与服务型制造研究中心主任

地点：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报告厅

王迎军《南开管理评论》
高建平《科技进步与对策》

郑英龙《商业经济与管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闭幕式  优秀论文颁奖（17:30-17:40）
主持人：朱玥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副院长

颁奖及总结人：雷家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8:00-19:30
晚餐

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

2023 年 11 月 13 日（周一）上午

参观浙商博物馆、认养一头牛科技公司（08: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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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一
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6:30  国际会议中心一楼展厅

每人报告 15 分钟，其中 PPT 展示 10 分钟，提问和讨论 5 分钟

上半场　主持人：吴俊杰（浙江树人学院）　 点评人：葛笑春（浙江工商大学）
下半场　主持人：葛笑春（浙江工商大学）　 点评人：吴俊杰（浙江树人学院）

编号 标题 作者 单位

１
政府介入、发展活力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基于淳安县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的调研

冯相龙 华中师范大学

２ 家庭农场主创业机会识别影响因素与组态构型
易朝辉
杨　可
童　欣

湖南农业大学

３
“数商兴农”背景下激发新农人创业的组态路径研究：

创业即兴视角

吴俊杰
盛　亚
陆　毅

浙江树人学院

４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的农业绿色创新发展
——来自“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的证据

谭兆峰
黄　腾
刘天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５
数字乡村振兴与我国传统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

基于依文集团的案例研究
李晓飞
陈煜波

首都经贸大学

６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共同富裕：

数字孪生的调节作用

汤临佳
张婕雯
蒋子燕

浙江工业大学

７
乡村企业社会创业如何实现多主体合作？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的纵向案例研究
葛笑春
曾慧婷

浙江工商大学

８ 数字经济背景下茶企营销创新对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赵　霏
徐恒斌
徐淑媚

福建农林大学

９
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农业品牌

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巩　妍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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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6:30  国际会议中心 101
每人报告 15 分钟，其中 PPT 展示 10 分钟，提问和讨论 5 分钟

上半场　主持人：徐　蕾（浙江工商大学） 　点评人：王　真（浙江工商大学）
下半场　主持人：王　真（浙江工商大学）　 点评人：徐　蕾（浙江工商大学）

编号 标题 作者 单位

１
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农村电商企业的商业模式演化过

程——基于佳惠果果绿的纵向案例研究
李纯青
沈　媛

西北大学

２
乡村振兴下企业社会创业高水平合作的组态研究——

基于“主体 - 资源 - 互动”特征框架

胡君锴
葛笑春
余　静

浙江工商大学

３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政府绩效管理行动路径研究

——基于“价值实现 - 利益共生 - 公共合作”的
分析框架

杨　帆 中央财经大学

４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商直播创业模式及

优化路径研究

聂　锟
张　颖
张潇倩

浙江工商大学

５
非遗文化产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纵向案例研究

刘玉焕
彭　洋
尹珏林

西南交通大学

６
网络嵌入性与农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基于有农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杜晶晶
董兰星
胡美琳
郝喜玲

安徽财经大学

７
民营企业战略性绿色创新如何克服合法性挑战？

——基于煦达新能源的纵向案例研究
朱亚丽
林颖颖

浙江工商大学

８ 返乡创业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王跃梅
郁海佳
梁敬畏

浙江财经大学

９
国有企业如何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

基于产数融合视角

张玉婷
陶晓艳
廖素琴
葛笑春

浙江工业大学

分会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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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
时间：11 月 12 日 14:00-16:30  国际会议中心 210

每人报告 15 分钟，其中 PPT 展示 10 分钟，提问和讨论 5 分钟

上半场　主持人：李春友（浙江工商大学） 　点评人：缪沁男（浙江工商大学）
下半场　主持人：缪沁男（浙江工商大学） 　点评人：李春友（浙江工商大学）

编号 标题 作者 单位

１
“短期韧性 - 存续价值”均衡导向下

企业数字化能力和创新能力共演路径研究
陈力田
王书瑶

浙江工商大学

２
制造企业数字化推动服务化的过程机制研究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
李靖华
韩尚搏

浙江工商大学

３
产业数字化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平台

动态赋能过程研究

韦　影
万　诚
胡佳莹

浙江工商大学

４
双重使命如何兼顾：

机会共创视角下社会创新的过程机制
王锦怡
王节祥

浙江工商大学

５
影响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因素

——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 QCA 分析
王　娜
彭　云

湖北大学

６
时空演变下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的

空间计量分析

何启志
马子尧
考佳琪

浙江工商大学

７
服务型制造企业的互补性资源、资产专用性

和关系租金
李靖华
周加豪

浙江工商大学

８
基于动态能力分析的数字新零售生态圈演化机制研

究——以“蔚车”为例

王晔斌
许瀚文
陈鹏宇
祁镒儒
汤舒淇

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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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嘉宾

嘉宾介绍

雷家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深圳研究生院企业创新

与成长研究所所长，北京市高教名师。长期从事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及教学。主要学术兼职为：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创业分会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创新管理专委会主任，北京市自然科学界与社会
科学界联席会议顾问，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管理学科专家组成员。

葛宝山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领军教授，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

创业研究中心共同创始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技术创新与创业分委会共同理事长；《Journal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共同主编；《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期刊编委。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项、重点项目子课题 3 项）、国家发改委基金（1 项）、科技部软科学基金（1 项）、
吉林省科技厅项目（5 项）、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3 项）等多项基金项目。成果多次获得吉林科技进
步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吉林省首届拔尖创新人才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张米尔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5 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10 年至 2011 年在斯坦福大学学术访问；

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产业转型与商业模式。获“首届中国技术经济青年创新奖”，
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大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现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知识产
权专委会副理事长，科技产业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
政策研究会数字创新与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人层次、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信息领军人才”。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秘书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社会创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和中国技术
经济学会技术创新创业分会副理事长。在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发表论
文 9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4 部，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项智库成果，参与开发案例入选哈佛案例库。主
持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 1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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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晶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兼任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成员、中国科学院

大学工程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 20 余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2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入选首
批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曾获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高
校就业创业金课、北京高校优质本科教材、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案例等。

王吉斌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创新管理分会联席主任、秘书。中南大学硕士、湖南大学工商

管理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资源产业学博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后；原中国烟草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烟草
行业科研大数据课题组首席专家成员；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商业作家，出版中
国首部互联网 + 著作《互联网 +：传统企业的自我颠覆、组织进化和互联网化转型》等多项著作，曾任芙蓉王品
牌部长、芙蓉王广告实业总经理，现任广西中烟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正高级经济师。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西安交大等大学和机构担任 MBA 导师和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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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主编
王迎军 《南开管理评论》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管理评论》专业主编。1955 年 7 月出生，1982 年毕业于南开
大学数学系，同年赴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留学，学习管理科学方法专业，1987 年获博士学位。1991 年开始在南
开大学管理学系任教，主要从事战略管理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天津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等职。先后承担二十余项政府和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编著、译著有《战略管理》、
《战略杠杆》、《组织行为学》、《成长的博弈》等书。曾为 EMBA、MBA、EDP 学生讲授《战略管理》课程，
为博士生讲授管理研究方法课程。

高建平 《科技进步与对策》
《科技进步与对策》副主编、研究员，科技部专家库成员，湖北省半导体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江

城实验室管理科学家，湖北产业技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
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专委会常务理事，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长江经济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管理学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曾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科技部
软科学研究项目，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研究项目等 40 余项，主持制定柳州市、宜昌市等多个区域发展规划和科
技发展规划，参与制定湖北省、武汉市多个科技发展规划。

郑英龙 《商业经济与管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长、杂志社社长，《浙江工商大

学学报》《商业经济与管理》执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期
刊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民法学会副会长，央视一套《今日说法》栏目特邀嘉宾。主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中国法学会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十余项课题。在《Semiotica》《中国法学》英文版，《中国
社会科学报》《现代法学》《中国出版》《修辞学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浙江社会科学》
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被四大文摘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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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俞荣建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院长、MBA 教育中心主任，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
江工商大学中国链（China Chain）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咨询研究院院长，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工
商管理专业负责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
研究会创新与发展政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链（China Chain）研究与人才管理机制等研究，主
持国家级项目 6 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发表论文 60 余篇，荣获商务部
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8 项。

孙　元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管理硕博士学位点负责人、

浙江工商大学企业数智化与商务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浙江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常务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
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化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浙江数字经济百人会学术界
代表。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浙江省“15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首批“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创新领军人才、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
学者”，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学位中心首批优秀案例教师、浙江省高校优秀教师、
浙江省优秀博士后等荣誉称号，入选 2022 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World's Top2% Scientists 2022）、
2020-2022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爱思唯尔榜单）。

朱　玥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副院长、教授。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江

省高等学校“院士结对培养青年英才计划”、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现为围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和 Work,Aging and Retirement 期刊编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发表研究成果二十多篇，包括国际管理学心理学领域权
威 期 刊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以及国内特级期刊《心理学报》等。

李靖华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创新与服务型制造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学

士、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和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培养人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孵化与创新生态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服务型制造联盟专家委员会成员。研究
方向为服务型制造（制造服务化）、区域创新系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省级课题 9 项。在《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清华管理评论》《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制造服务化的兴起》《制造服务化手册》等专译著
10 部，获国家商务部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高校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第六届数字创新与管理前沿论坛
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创业新动向

13

参观地点介绍
浙商博物馆简介

浙商是浙江的独特资源，是浙江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浙商为浙江、为中国乃至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浙商博物馆以文化内涵为基本定位，遵循“财富为表，精神为核”的原则，
以弘扬光大浙商创业创新精神为基本理念，秉持“不以财富论成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新商业伦理进行策划设
计和展示；注重动态感、真人感以及互动性、启发性和激励性，有别于传统博物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浙商博物馆是浙商精神和浙江形象的展示窗口，是财富伦理和创业知识的教育载体，是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
研究智库，也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高校服务社会的模式创新。浙商博物馆是千万浙商共同的精神家园，是
展示浙商创业创新精神的窗口，对新时期挖掘浙商内涵、弘扬浙商精神、传播浙商文化和打造浙商品牌都具有重
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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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养一头牛科技公司简介

11 月 13 日参观安排

“奶牛养得好，牛奶才会好。”认养一头牛集团由
徐晓波先生创立。2014 年在河北故城建立第一座大型
现代化牧场，并于 2016 年 11 月在杭州正式创立「认
养一头牛」品牌。公司以“只为用户养好牛”为使命，
以奶牛养殖与牛奶产品销售为核心主业，集现代奶牛养
殖、旅游观光、饲料加工和乳制品加工销售于一体，是
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超大型牧场和利益紧密联结的大
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截至目前，认养一头牛已经拥有
7 座牧场，约 6 万多头奶牛，一座数智化的工厂。产品
累计服务超过 2000 万精致家庭。2021 年，自有智造
工厂通过 IFS、SQF、BRCGS 三大世界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河北康宏牧场成功入选国家核心奶牛育种场。

11 月 13 日上午 8 点半从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出发，先参观浙商博物馆，再参观认养一头牛科技公司，预
计 12 点前结束参观，启程返回酒店。

温馨提醒：

1. 认养一头牛科技公司离杭州西站很近（公共交通 20 分钟，非高峰期打车 10 分钟）。

2. 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离杭州东站比较近（公共交通 40 分钟，非高峰期打车 30 分钟），酒店离萧山机场
较近（公共交通 45 分钟，非高峰期打车 30 分钟）。

根据 2022 年 9 月央视网报道，“认养一头牛深知作为民族品牌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把高效农业与现代工业
结合发展，进一步拉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业附加值，为助推乡村振兴提出了‘认养一头牛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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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导航
会场地点：

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报告厅

温馨提醒：

1. 会议在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设接送到会场的摆渡车，具体发车时间和车牌号另行通知。

2. 若出租车前往，请将终点设为：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南门（钱塘区学正街 18 号）。

会议住宿酒店：
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钱塘区 5 号大街 297 号）

乘车路线：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 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路线：

路线一：地铁 + 步行
乘坐地铁一号线，从文泽路地铁站 C 口出，步行 620 米到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东门）。

路线二：出租车
在机场乘出租车直达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 ( 东门 )。从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至

机场，可原地打的直接前往机场。( 车程 40 分钟左右费用 130 元左右 )。

2. 火车站、地铁站 -- 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路线：
路线一：地铁 + 步行
乘坐地铁一号线，从文泽路地铁站 C 口出，步行 620 米到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 ( 东门 )。

路线二：出租车
杭州火车东站下车，全程打车到杭州盛泰开元名都大酒店 ( 东门 ) 费用 8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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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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